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１　　　　

第一章　学术道德及其基本内涵

一、学术道德的概念

道德是在一定社会条件下形成的人们共同生活和行为

的准则，它存在于社会成员的思想意识中，主要依靠舆论

的力量以善恶、好坏、对错等观念对社会成员的行为进行

评判，从而对社会成员的行为产生褒扬或约束的作用。作

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，道德往往代表着社会的正面价值取

向。

正如恩格斯指出的，每一个行业都各有各的道德［１］。

行业的道德是从业者为了维护行业健康发展而形成的行为

准则，或者称为从业者的职业道德。学术道德是在从事学

术研究的主体 （或称为学术共同体）中形成的，是学术研

究主体在从事学术研究活动过程中，处理人与人、人与社

会、人与自然关系时所必须遵守的行为准则，是约束学术

研究主体的基本价值规范。因此，学术道德作为社会道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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２　　　　

的组成部分，既是由学术研究主体组成的学术共同体为了

保证学术研究事业健康发展而形成的自我约束规范，体现

了学者这个群体特殊的生命境界，又代表了全社会对学术

研究者的价值期望。所以，简单说来，学术道德具有 “裁

定功能”、“导善功能”和 “整合功能”［２］。

二、学术道德的基本内容

近年来，随着学术道德问题逐渐受到重视，该领域的

论著虽然数量颇丰，却很难从中找到学术道德所包含的具

体内容。我们只有循着从学术研究的基本客体———探索科

学知识 （包含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）和人文知识①所要求

的 “精神气质”出发探讨学术道德的基本内容。这种精神

气质，是指用以约束学者的有感情色彩的一套规则、规

定、惯例、信念、价值观的基本假定的综合体［３］，它们在

内容上与通常所论的 “科学精神”“人文精神”乃至更广

泛的 “学术伦理”相契合。实际上，如果一个学者始终坚

持 “科学精神”“人文精神”“学术伦理”，那么现在社会

上出现的学术不端、学术腐败问题就可以根除。因此，学

术道德作为一种道德要求和职业操守，把坚持 “科学精

神”“人文精神”“学术伦理”作为其基本内容是可行的。

（一）科学精神

① 主要参见汪信砚：《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学术规范与学风建设》，载 《江
汉论坛》２００９年第１２期，第１１３－１１９页。

试读结束：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：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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概括说来，科学是反映客观世界 （包含自然界、社会

和思维领域）事物及其运动发展规律的知识体系，以及组

织科学活动的社会建制［４］。科学精神是在科学发展中所形

成的思维方式、价值取向、行为规范，是科学工作者应有

的意志、信念、气质、品质、责任感、使命感的总和，是

人类理性精神的集中体现，是科学赖以生存发展的精神动

力和精神源泉。

不同的论著对科学精神内涵的概括有所不同。例如，

黄瑞雄引用１９９５年出版的 《自然辩证法百科全书》，认为

科学精神的内涵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：实证精神 （亦称为

求实精神）、怀疑与批判精神、开放精神、民主精神。“显

然地，科学精神是从科学及其评判标准引申出来。从其最

基本的内涵是实证、批判、开放、民主等精神来看，又可

以将其最基本的要求概括为 ‘求真务实，开拓创新’。一

句话就是实事求是的精神。”同时，他认为科学精神及其

基本内涵从根本上要求科研工作者必须具有以下三种意识

和态度：怀疑的意识、批判的理性、谦恭的态度［４］。

李思孟认为，科学的本质是求知，求知是科学精神的

根本。有人将科学精神归纳为实证精神、怀疑精神，这些

都是保证求知精神的引申［５］。

陈荣富等认为，科学是一种探索客观规律的理性活

动，是追求真理的艰难历程，因此科学精神首先是不畏艰

险的求知探索精神。同时，科学作为一种理性活动，其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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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是求真，所以 “求真务实”是科学精神最本质的特征。

他们在论证马克思、恩格斯科学精神的时候，饱含严谨的

科学态度和不畏艰辛的探索精神，对待自己研究成果的虚

怀若谷和严格的自我批评精神、批判精神和创新精神，对

不同学派和不同学术观点的宽容精神和公平精神，等

等［６］。

总之，尽管不同学者的具体表述不尽相同，但对科学

精神求知、求真的根本把握，与在此基础上引申出的理性

精神、创新精神、怀疑与批判精神、虚心态度、分析精

神、协作精神、民主精神、包容开放精神等都是在科学研

究中应该坚持的学术道德的具体内容。

（二）人文精神

概括地讲，人文精神就是主体精神，是对人性、人的

主体地位和价值尊严的关注与高扬精神，是关于人的生

命、人的生活、人的幸福、人的生存意义的终极关怀和价

值取向。换言之，“人文精神是人之为人的一种理性意识、

情感体验、生命追求、理论阐释、评价体系、价值观念和

实践规范，是人类以文明之道大化于天下的生命大智

慧”［７］。

科学精神的本质是 “求真”，人文精神的本质是 “求

善”，它们是人类在实践中创造、积累起来的最为宝贵的

两种精神，从本质上讲，二者是共生互补的关系。实际

上，科学本身并没有善与恶的区分，而利用科学理论开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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出来的技术就存在价值判断的问题。科学技术研究什么，

不研究什么，其成果用于什么，不用于什么，因使用的人

不同而出现了善恶之分。这通过科学精神是无法驾驭的，

只能把希望寄托在为人文精神所武装的科研工作者身上。

有人形象地把科学精神比喻为机车的发动机，则人文

精神就是机车的制衡器。没有发动机，机车就失去了前进

的动力；如果只有发动机而没有制衡器，其动力系统的作

用也不能正常发挥，甚至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。历史与现

实都为此提供了鲜活的事例，原本在历史上紧密融合的科

学精神和人文精神，由于西方启蒙运动的兴起、宗教神学

统治的崩溃、自然科学的兴起及西方工业社会的空前发展

而逐渐分离。人们充分享受着科学技术带来的丰富物质财

富，对科学知识推崇备至。１９世纪末期到２０世纪二三十

年代出现的把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严重对立的思潮，使

“自然科学逐渐占据了人类思维的中心，而人文科学的阵

地则逐步陷落”［８］。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发展的不协调性

和人文精神的衰落使人类生存的危机也悄然而至，环境问

题、资源枯竭问题、极端天气现象的增多，以及贫富悬

殊、人性扭曲、道德滑坡等日渐严重，促使人们呼吁重建

人文精神。

科学技术往往与物质利益相联系，特别是在市场经济

条件下，如何制约市场经济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目标对人性

的扭曲，人文精神作为人类共同生活秩序赖以存在、延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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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理性基础，作为人们得以追求正当物质利益的精神保

障，更加凸显了其现实作用①。

（１）确立以 “人类自觉提出的、规范自己共同生活秩

序的基本法则”为核心的意识形态。任何制度的社会都离

不开人们的自觉组织与自觉规范。人类最伟大的发明创

造，是创造出了规范他们共同生活的秩序以及由此而构成

的他们赖以生存的社会组织。这一创造的核心就是提出贯

穿于习俗、传统、道德、法律、制度等之中的价值法则

———人们根据自己认为最重要、最符合自己根本利益的那

种人与人的关系所确定的社会秩序的基本法则。

（２）确立社会大众在实际生活中所信仰、所奉行的价

值信念以及以此为核心的人生准则。为了约束个人固有的

自然本能，为了规范人们相互冲突的物质利益，某种人文

秩序的确立必须有强制力量的支持，这种力量来源于人民

大众在人文精神的教化下形成的价值理想和价值信念。外

在秩序契合于人们的内心规范，也就获得了最坚实的基

础。大众共同的理想和信念，是生活秩序和社会制度存

在、维系、延续的基础。反之，人们共同的理想、信念丧

失了，再强大的国家、再富有的社会，也难免会解体、灭

亡。价值信念方面的混乱与茫然是社会危机最深刻的根

源。

① 主要参见吕嘉：《关于人文精神的哲学思考》，载 《人文杂志》２０００年第

５期，第１５－１９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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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３）将自然的人塑造为文明的、社会的人。人文精神

主导的价值判断引导人们摆脱人作为生物意义上本能需要

的局限，而遵循以价值信念为核心的人生准则。所以，人

文精神的目标是 “使人成为真正的人”，同时也显示了人

文精神的教化倾向。

总之，人文精神与物质利益本身并不矛盾，人文精神

对人的生活、生命、幸福的关注，本身也包含人对物质的

需求与满足，只是要将人类的自然本能要求转变为具有特

定文化、社会意义或内涵的人的需要。

（三）科学伦理

伦理学是关于人类道德问题的学问。“道德与科学的

关系问题是伦理学的大问题。新康德主义者文德尔班认

为，伦理学的价值世界、价值命题和科学的事实世界、事

实命题的关系是：前者高于后者，后者从属于前者。……

这种 ‘高’是从逻辑在先的意义上说的。”［９］ 科学伦理肩

负着规范并引导科学的发展以归正社会的进步方向，保障

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任。

从内容上讲，人文精神与科学伦理有重合的部分，但

人文精神是人的主体精神，以人的尊严为关注点，科学伦

理的视野更广泛。本书同意张九庆在 《自牛顿以来的科学

家》一书中的观点，把科学伦理道德分为两个部分：职业

伦理道德和社会伦理道德。前者的讨论实际上是从科学作

为一个职业的角度狭义地论述科技的伦理道德，而社会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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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道德关注的是科研工作者在科技活动中应如何和怎样承

担社会责任问题［１０］。

即便作为职业伦理道德的狭义科学伦理涉及的范围也

很广，如作为样本的被调查者的知情权问题，甚至在医

学、生物学实验中的动物权利等。这里主要关注的是科学

伦理中的社会伦理道德，即科学研究行为的社会责任问

题。

科学研究本应是自由的，在这种情况下，从理论上讲

科研工作者只要坚守科学伦理，科学研究的行为及结果还

是可以掌控的。但事实是，现实中科学研究总会受到多种

诱惑、势力的干扰，当科学与伦理发生冲突时，科研工作

者做出的价值判断就体现了其社会责任感。

在这里直接引用张九庆在 《自牛顿以来的科学家》一

书中提出的科学伦理 “五统一”的理想原则①：

（１）利益主义与人道主义的统一。利益主义原则要求

科学研究首先是为人类谋福利，把人类的利益作为评价和

选择科技活动的准则。而这里的利益不是一个地区、一个

国家的利益，而是全人类社会的整体利益。人道主义原则

要求任何科学研究要尊重、维护人的健康和生命，至少不

危及和损害人类的生存、健康和安全。当利益主义与人道

主义发生冲突时，科学家的选择是坚持不伤害原则：对明

① 以下五点原文引自张九庆：《自牛顿以来的科学家》第６章，安徽教育出
版社，２００２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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